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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modern c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form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also very 
different from before. While China has clarifi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mart city and diversified city services,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GIS technology als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technical leve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new era, for it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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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期智慧环保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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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不断推进的形势下，社会发展形态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明确了智慧城市、多元化城
市服务发展战略的同时，物联网、云计算以及GIS技术等先进信息化技术也从技术层面，为城市的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提
供了支持。论文重点针对新时期智慧环保建设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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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坚持绿色发展，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

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而智慧环保，是现阶段集环保技

术与信息技术于一体的新型环境保护方式，是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的有效举措。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智慧环保建

设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

析，并给出具体的解决策略，才能够提高智慧环保建设质量，

促进国家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2�智慧环保的相关概述

智慧环保，其实是在互联网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基础

上，借助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提高

城市环境的监测水平的一种环保技术，可以为城市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开展，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提供保证。

智慧环保，是数字环保的升级形式，是对传统环境保护工作

方式的创新与完善。与传统的环境保护工作相比，智慧环保

不仅对数字化的实时环控系统进行了充分的应用，还在现代

化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环保信息数据的实时共享与传

输。而这，不仅降低了生态环境部门监控环境信息产生的人

力成本消耗，还借助科学技术的优势对偷偷违规排放的企业

进行了震慑与警醒。

站在智慧环保角度分析，要想保证智慧环保的顺利建

设，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法。而以数据传

输为基础，将传感器安装到城市当中的各个角度、区位当中，

有效搜集城市当中的环境数据，然后再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信

息化技术，对这些环境数据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分析与处理，

就可以科学合理地调整现有的环境保护措施，消除现有环境

保护措施中的漏洞 [1]。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技术，还可

以将多种原本独立的环境保护措施整合在一起，通过各大职

能部门的联动，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3�新时期智慧环保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缺乏完善的环境信息标准规范
中国现阶段正在运行的各种环境业务系统，建设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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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时期。所以，每一个环境业务系统，都是相对独立的

存在，有着不同的管理体系和环境信息标准和规范。所以，

普遍存在着一类数据面临多种编码体系，一种管理事务面临

多套应用系统，一个数据来源于多个采集渠道等问题。由于

不同的职能部门引入的环境业务系统不同，使用的管理体系

不同，参考的环境信息标准与规范也不同，所以基层环保工

作人员每天都需要完成大量重复而繁冗的工作。再加上领导

层在制定环境保护措施的时候，缺乏可量化分析的横向数据

和纵向数据支持，最终的环境监督与管理效率受到了严重的

影响。

3.2�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在信息技术不断普及的新时代下，中国各地的环保部

门也对信息化建设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引进了大量的软件

资源和硬件资源，构建了多个应用系统。但是，由于这些部

门在引进硬软件资源，构建应用系统时没有统一的环境信息

化建设规划和顶层设计，各部门都是按照其内部的需求开

展环保信息化建设工作，形成的业务应用系统也彼此独立，

在后期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数据与应用相互矛盾的问题。另

外，设备资源利用率低、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难度高、人

力资源成本居高不下，资源与能源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也在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

3.3�缺乏较高的信息资源共享能力和义务协同能力
中国不同级别的环保机构需要完成不同的业务内容。

通过多年的实践与调整，各级环保机构已经形成了环境监

测、应急管理以及污染源监控等多种业务应用系统，产生的

环境信息资源数量也非常庞大。但是，这些业务应用系统彼

此之间都是独立的，无法进行环境信息的互联与互通，形成

了大量的“应用孤岛”“数据孤岛”问题。另外，这些业务

应用系统的功能以最基础的信息存储和信息传递为主，鲜少

涉及与管理决策有关的数据海量存储、数据深度挖掘、数据

综合应用以及数据智能分析，在满足新时期下环境保护相关

业务需求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

3.4�信息化应用与管理需求之间的匹配性较低
环境污染问题是多个地域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环境

污染问题的治理与恢复，也离不开各地环保机构的协同配合

与共同努力。但是，辖区负责制是中国现阶段最主要的环境

管理模式。在这样的环境管理模式下，各地的环保机构只关

注自己辖区内的环境问题，不关注邻近环保机构的环境问

题，部门壁垒牢固，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效果产生了不利

影响。只有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环保业务在各行业、各地区、

各部门的协同，实现环境数据在各行业、各地区、各部门的

共享与交流，才能够从根源上提高环境治理效果 [2]。环境保

护工作的信息化发展，对于当下环境管理工作模式的运行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战，相关部门只有站在更高的层

面对环保信息化建设进行统筹，才能够提高智慧环保建设

质量。

4�新时期智慧环保建设的有效路径

4.1�做好顶层设计
国家相关部门在政府“十二五”规划当中，对电子政

务的顶层设计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希望可以借助系统方法

论，对政府部门存在的资源不共享、信息不互通问题进行彻

底的改善与解决，提高总体规划的实施质量 [3]。针对智慧环

保的顶层设计，也应当借鉴电子政务顶层设计中信息数据互

联互通的经验，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环境管理的业务流程进

行梳理，对智慧环保的信息化建设需求进行分析，在前瞻性

原则的基础上，对智慧环保建设总体框架进行设计，提高智

慧环保的建设质量。

4.2�对智慧环保的建设与应用予以重视
在新时期下，要想保证智慧环保建设的有效性，需要

从意识层面上，对智慧环保的建设与应用予以重视。首先，

要提高各级领导对智慧环保建设的重视程度，使其充分意识

到智慧环保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然后在此基础

上将智慧环保建设与经济建设、城市发展规划结合在一起。

其次，围绕智慧环保建设制定出各种法规政策、管理制度、

资金保障制度以及人才发展战略，明确具体的行动纲要，进

而从整体上提高智慧环保建设质量，扩大智慧环保的应用范

围。最后，构建和谐、积极的智慧环保建设氛围和应用氛围，

做好智慧环保的宣传工作，使各地的环保部门、生产企业以

及社会公众都意识到智慧环保建设对于生态环境改善的重

要性，并积极参与到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工作当中。

4.3�做好统筹规划
做好智慧环保的统筹规划，可以让环境管理者在充分

发挥信息化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制定出各种科学合理的管理

措施与技术决策，实现环境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内，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会是

服务。并且服务对象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①政府部门的环

境管理；②监测与研究部门；③污染排放企业和污染治理企

业；④其他社会机构；⑤社会公众等 [4]。针对智慧环保的统

筹规划，需要站在全局角度，对总体技术架构进行设计，并

从整体上考虑智慧环保所面临的各层次、各类服务对象，以

及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的影响因素，进而制定出科学、合理、

统一、规范的环保信息化建设指导方案，减少重复建设等问

题的出现。

4.4�对环保数据信息的价值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应用
首先，管理决策部门需要借助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

进行更多、更全、更细环保信息的获取，然后以此为基础进

行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进行污染扩散模型的构建，进行环

境承载能力的分析，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提供支持。其次，生产企业可以利借助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

对企业内部的生产工况与污染排放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生产

与污染排放之间关系的分析来制定出针对性的生产工艺优

化措施和污染排放控制措施。最后，在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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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还可以深入挖掘环保数据信息在交通领域、城市管

理以及风险防范等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4.5�构建第三方服务体系
要想保证智慧环保建设与应用的健康性与可持续性，

需要构建第三方服务体系，借助第三方研究机构、咨询机构、

监测部门、评测部门、标准研究组织等机构的力量，保证智

慧环保建设与应用总体规划与技术路径选择的专业性，保证

检测采集设备的准确性与稳定性 [5]。另外，还要为智慧环保

建设制定完善的资金保障体系，将智慧环保建设的建设成本

费用与后期运维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当中，确保智慧环保的建

设与运维具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智慧环保是一种能够借助各种信息化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对城市当中的生态环境污染数据信息进行分

析和研究，为城市生态环境发展趋势预测、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策略制定提供支持的技术体系。智慧环保建设并非一朝一

夕可以完成。在新时期下，需要结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对智

慧环保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以此为基

础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在充分重视智慧环保的建设与

应用的同时，深度挖掘环保数据信息的应用价值，构建第三

方服务体系，借助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提高智慧环保建

设质量，为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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